
 

 

 第 1 页 共 1 页 

@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

w
w

.sin
o
a
e
c.co

m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资
料

编
号

 G
B

 5
0
0
6
8
--2

0
0
1
                @

UD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P                                                GB50068 2001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Unified standard for reliability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01 11 13  发布                                2002 03 01  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联合发布  



 

 

 第 2 页 共 2 页 

@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

w
w

.sin
o
a
e
c.co

m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资
料

编
号

 G
B

 5
0
0
6
8
--2

0
0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Unified standard for reliability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GB 50068 2001  

 

 

主编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施 行 日 期 :2002 年 3 月 1 日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2001  北    京  



 

 

 第 3 页 共 3 页 

@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

w
w

.sin
o
a
e
c.co

m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资
料

编
号

 G
B

 5
0
0
6
8
--2

0
0
1
                @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的通知  

建标 [2001]2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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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经有关部门会审 批准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 GB 50068 2001 自 200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 1.0.5 1.0.8 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原 建筑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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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建标[1997]108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

关单位对原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GBJ 68 84)共同修订而成的  

本次修订的内容有: 

1.标准的适用范围:鉴于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在结

构可靠度设计方法上有一定特殊性 从原标准要求的 应遵守 本标准 改为 宜

遵守 本标准  

2.根据 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92)的规定 增加了有关设

计工作状况的规定 并明确了设计状况与极限状态的关系  

3.借鉴最新版国际标准 ISO 2394:1998 结构可靠度总原则 给出了不同类型建

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4.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中 对于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 增加了永久

荷载效应为主时起控制作用的组合式  

5.对楼面活荷载 风荷载 雪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原则和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以及

结构重要性系数等作了调整  

6.首次对结构构件正常使用的可靠度做出了规定 这将促进房屋使用性能的改善

和可靠度设计方法的发展  

7.取消了原标准的附件  

本标准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 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在

工程建设标准化 杂志上  

为了提高标准质量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 注意总结经验 积累资

料 随时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寄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重庆大学 中南建筑设计院 四川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福建师范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明顺 胡德炘 史志华 陶学康 陈基发 白生翔 苑振

芳 戴国欣 陈雪庭 王永维 钟亮 戴国莹 林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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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各类材料的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使设计符合技术

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的要求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结构 组成结构的构件及地基基础的设计  

1.0.3 制定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以及钢结构 薄壁型钢结构 混凝土结构 砌体结构

木结构等设计规范应遵守本标准的规定 制定建筑地基基础和建筑抗震等设计规范

宜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原则  

1.0.4 本标准所采用的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  

1.0.5 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表 1.0.5 采用  
表 1.0.5                    设计使用年限分类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 

(年) 
示  例 

1 5 临时性结构 
2 25 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 
3 50 普通房屋和构筑物 
4 100 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结构 

 

1.0.6 结构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具有足够的可靠度 结构可靠度可采用以概

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分析确定  

1.0.7 结构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1 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 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2 在正常使用时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  

3 在正常维护下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4 在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及发生后 仍能保持必需的整体稳定性  

1.0.8 建筑结构设计时 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危及人的生命 造成经济

损失 产生社会影响等)的严重性 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

应符合表 1.0.8 的要求  
表 1.0.8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建筑物类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的房屋 
二级 严  重 一般的房屋 
三级 不严重 次要的房屋 



 

 

 第 7 页 共 7 页 

@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

w
w

.sin
o
a
e
c.co

m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资
料

编
号

 G
B

 5
0
0
6
8
--2

0
0
1
                @

注 1  对特殊的建筑物 其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2  地基基础设计安全等级及按抗震要求设计时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1.0.9 建筑物中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 宜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 对其中

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可进行调整 但不得低于三级  

1.0.10 为保证建筑结构具有规定的可靠度 除应进行必要的设计计算外 还应对结

构材料性能 施工质量 使用与维护进行相应的控制 对控制的具体要求 应符合

有关勘察 设计 施工及维护等标准的专门规定  

1.0.11 当缺乏统计资料时 结构设计应根据可靠的工程经验或必要的试验研究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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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符号  

2.1  术   语  

2.1.1 可靠性 reliability 

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规定的条件下 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  

2.1.2 可靠度 degree of reliability (reliability) 

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规定的条件下 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  

2.1.3 失效概率 probability of failure 

结构不能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  

2.1.4 可靠指标  reliability index  

由 = 1(pf)定义的代替失效概率 pf 的指标 其中 1 (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

数的反函数  

2.1.5 基本变量 basic variable 

代表物理量的一组规定的变量 它表示各种作用 材料与岩土性能以及几何量

的特征  

2.1.6 设计基准期 design reference period 

为确定可变作用及与时间有关的材料性能等取值而选用的时间参数  

2.1.7 设计使用年限 design working life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期  

2.1.8 极限状态 limits tate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

求 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2.1.9 设计状况 design situation 

代表一定时段的一组物理条件 设计应做到结构在该时段内不超越有关的极限

状态  

2.1.10 功能函数 performance function 

基本变量的函数 该函数表征一种结构功能  

2.1.11 概率分布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随机变量取值的统计规律 一般采用概率密度函数或概率分布函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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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统计参数 statistical parameter 

在概率分布中用来表示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和分散程度的数字特征 如平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等  

2.1.13 分位值 fractile 

与随机变量分布函数某一概率相应的值  

2.1.14 作用 action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直接作用 也称为荷载)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

约束变形的原因(间接作用)  

2.1.15 作用代表值 representative value of an action 

设计中用以验证极限状态所采用的作用值 作用代表值包括标准值 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值  

2.1.16 作用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的基本代表值 为设计基准期内最大作用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  

2.1.17 组合值 combination value 

对可变作用 使组合后的作用效应在设计基准期内的超越概率与该作用单独出

现时的相应概率趋于一致的作用值 或组合后使结构具有统一规定的可靠指标的作

用值  

2.1.18 频遇值 frequent value 

对可变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仅为设计基准期一小部分的作用

值 或在设计基准期内其超越频率为某一给定频率的作用值  

2.1.19 准永久值 quaslpermanent value 

对可变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为设计基准期一半的作用值  

2.1.20 作用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代表值乘以作用分项系数所得的值  

2.1.21 材料性能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 material property 

符合规定质量的材料性能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  

2.1.22 材料性能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a material property 

材料性能标准值除以材料性能分项系数所得的值  

2.1.23 几何参数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 geometrical parameter 

设计规定的几何参数公称值或几何参数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  

2.1.24 几何参数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a geometrical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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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参数标准值增加或减少一个几何参数附加量所得的值  

2.1.25 作用效应 effect of an action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 例如内力 变形和裂缝等  

2.1.26 抗力 resistance 

结构或结构构件承受作用效应的能力 如承载能力等  

2.2  符    号  

T 结构的设计基准期  

pf 结构构件失效概率的运算值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  

ps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  

S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作用效应  

s 结构或结构构件作用效应的平均值  

s 结构或结构构件作用效应的标准差  

Gk 永久荷载的标准值  

Qk 可变荷载的标准值  

R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抗力  

R 结构或结构构件抗力的平均值  

R 结构或结构构件抗力的标准差  

f 材料性能的平均值  

f 材料性能的标准差  

fk 材料性能的标准值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几何参数  

k 结构或结构构件几何参数的标准值  

c 荷载组合值系数  

f 荷载频遇值系数  

q 荷载准永久值系数  

F 结构上的作用分项系数  

G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Q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R 结构构件抗力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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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0 结构重要性系数  

Sd 变形 裂缝等荷载效应的设计值  

C 设计对变形 裂缝等规定的相应限值  



 

 

 第 12 页 共 12 页 

@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

w
w

.sin
o
a
e
c.co

m
        

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资
料

编
号

 G
B

 5
0
0
6
8
--2

0
0
1
                @

 

 

3  极限状态设计原则  

3.0.1 对于结构的各种极限状态 均应规定明确的标志及限值  

3.0.2 极限状态可分为下列两类: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  

当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 应认为超过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作为刚体失去平衡(如倾覆等)  

2)结构构件或连接因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包括疲劳破坏) 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

于继续承载  

3)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  

4)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如压屈等)  

5)地基丧失承载能力而破坏(如失稳等)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

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  

当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 应认为超过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影响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  

2)影响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局部损坏(包括裂缝)  

3)影响正常使用的振动  

4)影响正常使用的其他特定状态  

3.0.3 建筑结构设计时 应根据结构在施工和使用中的环境条件和影响 区分下列

三种设计状况: 

1 持久状况 在结构使用过程中一定出现 其持续期很长的状况 持续期一般

与设计使用年限为同一数量级  

2 短暂状况 在结构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较大 而与设计使用年限相比

持续期很短的状况 如施工和维修等  

3 偶然状况 在结构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很小 且持续期很短的状况 如火灾

爆炸 撞击等  

对于不同的设计状况 可采用相应的结构体系 可靠度水准和基本变量等  

3.0.4 建筑结构的三种设计状况应分别进行下列极限状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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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三种设计状况 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2 对持久状况 尚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对短暂状况 可根据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0.5 建筑结构设计时 对所考虑的极限状态 应采用相应的结构作用效应的最不

利组合: 

1 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应考虑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 必要时尚应考

虑作用效应的偶然组合  

2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 应根据不同设计目的 分别选用下列作用效

应的组合: 

1)标准组合 主要用于当一个极限状态被超越时将产生严重的永久性损害的情

况  

2)频遇组合 主要用于当一个极限状态被超越时将产生局部损害 较大变形或短

暂振动等情况  

3)准永久组合 主要用在当长期效应是决定性因素时的一些情况  

3.0.6 对偶然状况 建筑结构可采用下列原则之一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1 按作用效应的偶然组合进行设计或采取防护措施 使主要承重结构不致因出

现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而丧失承载能力  

2 允许主要承重结构因出现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而局部破坏 但其剩余部分具

有在一段时间内不发生连续倒塌的可靠度  

3.0.7 结构的极限状态应采用下列极限状态方程描述: 

0),,( 21 =nxxxg L                        (3.0.7) 

式中      g( ) 结构的功能函数  

Xi(i=1 2 n) 基本变量 系指结构上的各种作用和材料性能 几何参数等

进行结构可靠度分析时 也可采用作用效应和结构抗力作为综

合的基本变量 基本变量应作为随机变量考虑  

3.0.8 结构按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0),,( 21 ≥nxxxg L                       (3.0.8-1) 

当仅有作用效应和结构抗力两个基本变量时 结构按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列

要求: 

0≥− SR                           (3.0.8-2) 

式中 S 结构的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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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结构的抗力  

3.0.9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宜采用可靠指标度量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宜采用考虑基

本变量概率分布类型的一次二阶矩方法进行计算  

1 当仅有作用效应和结构抗力两个基本变量且均按正态分布时 结构构件的可

靠指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2
SR

SR

σσ

µµ
β

+

−
=                         (3.0.9-1) 

式中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  

S S 结构构件作用效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R R 结构构件抗力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 结构构件的失效概率与可靠指标具有下列关系: 

)( βφ −=fp                         (3.0.9-2) 

式中 pf 结构构件失效概率的运算值  

( ) 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3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与失效概率具有下列关系: 

fs pp −=1                         (3.0.9-3) 

式中 ps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  

4 当基本变量不按正态分布时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应以结构构件作用效应和

抗力当量正态分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代入公式(3.0.9-1)进行计算  

3.0.10 结构构件设计时采用的可靠指标 可根据对现有结构构件的可靠度分析 并

考虑使用经验和经济因素等确定  

3.0.11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 不应小于表 3.0.11 的规定  
表 3.0.11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 

安全等级 
破坏类型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延性破坏 3.7 3.2 2.7 
脆性破坏 4.2 3.7 3.2 

 注 当承受偶然作用时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应符合专门规范的规定  
 

3.0.12 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 根据其可逆程度宜取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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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上的作用  

4.0.1 结构上的各种作用 若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可作为相互独立时 则每一种作用

均可按对结构单独的作用考虑 当某些作用密切相关 且经常以其最大值同时出现

时 可将这些作用按一种作用考虑  

4.0.2 结构上的作用可按下列性质分类: 

1 按随时间的变异分类: 

1)永久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量值不随时间变化 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

略不计的作用  

2)可变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其量值随时间变化 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

略的作用  

3)偶然作用 在设计基准期内不一定出现 而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持续时间很

短的作用  

2 按随空间位置的变异分类: 

1)固定作用 在结构上具有固定分布的作用  

2)自由作用 在结构上一定范围内可以任意分布的作用  

3 按结构的反应特点分类: 

1)静态作用 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可以忽略不计的作用  

2)动态作用 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不可忽略不计的作用  

4.0.3 施加在结构上的荷载宜采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描述  

住宅 办公楼等楼面活荷载以及风 雪荷载随机过程的样本函数可模型化为等

时段的矩形波函数  

4.0.4 荷载的各种统计参数和任意时点荷载的概率分布函数 应以观测和试验数据

为基础 运用参数估计和概率分布的假设检验方法确定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可采用

0.05  

当观测和试验数据下足时 荷载的各种统计参数可结合工程经验经分析判断确

定  

4.0.5 结构设计时 应根据各种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采用不同的荷载代表值 永久

荷载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 可变荷载应采用标准值 组合值 频遇值或准永久

值作为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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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结构自重的标准值可按设计尺寸与材料重力密度标准值计算 对于某些自重

变异较大的材料或结构构件(如现场制作的保温材料 混凝土薄壁构件等) 自重的标

准值应根据结构的不利状态 通过结构可靠度分析 取其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  

可变荷载标准值 应根据设计基准期内最大荷载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确定  

注:当观测和试验数据不足时 荷载标准值可结合工程经验 经分析判断确定  

4.0.7 荷载组合值是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荷载时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按

基本组合设计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标准组合设计采用的可变荷载代表值  

4.0.8 荷载频遇值是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频遇组合设计可采用的一种可变荷载代表

值  

4.0.9 荷载准永久值是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准永久组合和频遇组合设计采用的可变

荷载代表值  

4.0.10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采用的各种偶然作用的代表值 可根据观测和试验

数据或工程经验 经综合分析判断确定  

4.0.11 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 对可能同时出现的不同种类的作用 应考虑其效应组

合 对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不同种类的作用 不应考虑其效应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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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和岩土的性能及几何参数  

5.0.1 材料和岩土的强度 弹性模量 变形模量 压缩模量 内摩擦角 粘聚 

力等物理力学性能 应根据有关的试验方法标准经试验确定  

材料性能宜采用随机变量概率模型描述 材料性能的各种统计参数和概率分布

函数 应以试验数据为基础 运用参数估计和概率分布的假设检验方法确定 检验

的显著性水平可采用 0.05  

5.0.2 当利用标准试件的试验结果确定结构中实际的材料性能时 尚应考虑实际结

构与标准试件 实际工作条件与标准试验条件的差别 结构中的材料性能与标准试

件材料性能的关系 应根据相应的对比试验结果通过换算系数或函数来反映 或根

据工程经验判断确定 结构中材料性能的不定性 应由标准试件材料性能的不定性

和换算系数或函数的不定性两部分组成  

岩土性能指标和地基 桩基承载力等 应通过原位测试 室内试验等直接或间

接的方法确定 并应考虑由于钻探取样扰动 室内外试验条件与实际工程结构条件

的差别以及所采用公式的误差等因素的影响  

5.0.3 材料强度的概率分布宜采用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  

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可取其概率分布的 0.05 分位值确定 材料弹性模量 泊松比

等物理性能的标准值可取其概率分布的 0.5 分位值确定  

注:当试验数据不足时 材料性能的标准值可采用有关标准的规定值 也可结合

工程经验 经分析判断确定  

5.0.4 岩土性能的标准值宜根据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的结果 按有关标准的规定确

定  

注:当有条件时 岩土性能的标准值可按其概率分布的某个分位值确定  

5.0.5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几何参数 宜采用随机变量概率模型描述 几何参数的各

种统计参数和概率分布函数 应以正常生产情况下结构或结构构件几何尺寸的测试

数据为基础 运用参数估计和概率分布的假设检验方法确定  

当测试数据不足时 几何参数的统计参数可根据有关标准中规定的公差 经分

析判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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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分析  

6.0.1 结构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作用效应的分析 以确定结构或截面上的作用效应  

2 结构抗力及其他性能的分析 以确定结构或截面的抗力及其他性能  

6.0.2 结构分析可采用计算 模型试验或原型试验等方法  

6.0.3 结构分析采用的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型应能描述所考虑极限状态下的结构反

应  

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 可采用一维 二维 三维的计算模型进行结构分析  

6.0.4 当建筑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根据材料和结构对作用的反应 可

采用线性 非线性或塑性理论计算  

当建筑结构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 可采用线性理论计算 必要时 可采

用非线性理论计算  

6.0.5 当结构承受自由作用时 应根据每一自由作用可能出现的空间位置 确定对

结构最不利的作用布置  

6.0.6 环境对材料 构件和结构性能的系统影响 宜在结构分析中直接考虑 如湿

度对木材强度的影响 高温对钢结构性能的影响等  

6.0.7 计算模型的不定性应在极限状态方程中采用一个或几个附加的基本变量考

虑 附加基本变量的概率分布类型和统计参数 可通过按计算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按

精确方法的计算结果或实际观测的结果相比较 经统计分析确定 或根据工程经验

判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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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7.0.1 结构构件的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应根据各种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 采用有

关的荷载代表值 材料性能标准值 几何参数标准值以及各种分项系数等表达  

作用分项系数 F(包括荷载分项系数 G Q)和结构构件抗力分项系数 R(或材

料性能分项系数 f) 应根据结构功能函数中基本变量的统计参数和概率分布类型

以及本标准 3.0.11 条规定的结构构件可靠指标 通过计算分析 并考虑工程经验确

定  

结构重要性系数 0 应按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 设计使用年限并考虑工程经验确

定  

7.0.2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结构构件应按本标准 3.0.5 条的要求采用荷载效应的

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进行设计  

1 基本组合 

1)对于基本组合 应按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中最不利值确定: 

∑
=

≤++
n

i
kkRQciQQQGG afRSSS

ikikk
2

10 ),,,()(
1

Lγϕγγγγ        (7.0.2-1) 

∑
=

≤+
n

i
kkRQciQGG afRSS

ikik
2

0 ),,,()( Lγϕγγγ            (7.0.2-2) 

式中 0 结构重要性系数 应按本标准 7.0.3 条的规定采用  

G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应按本标准 7.0.4 条的规定采用  

iQQ γγ ,
1

第 1 个和第 i 个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应按本标准 7.0.4 条的规定采用  

kG
S 永久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kQ
S

1
在基本组合中起控制作用的一个可变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ikQ
S 第 i 个可变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ci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其值不应大于 1  

R( ) 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R 结构构件抗力分项系数 其值应符合各类材料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fk 材料性能的标准值  

k 几何参数的标准值 当几何参数的变异对结构构件有明显影响时可另增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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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附加值 考虑其不利影响  

2)对于一般排架 框架结构 式(7.0.2-1)可采用下列简化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
=

≤+
n

i
kkRQQGG afRSS

ikik
1

0 ),,,()( Lγγϕγγ          (7.0.2-3) 

式中 简化设计表达式中采用的荷载组合系数 一般情况下可取 =0.90 当只

有一个可变荷载时 取 =1.0  

注:1 荷载的具体组合规则及组合值系数 应符合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的规定  

2 式(7.0.2-1) (7.0.2-2)和(7.0.2-3)中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仅适用于荷载效应

与荷载为线性关系的情况  

2 偶然组合 

对于偶然组合 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宜按下列原则确定:偶然作用的代表值不乘

以分项系数 与偶然作用同时出现的可变荷载 应根据观测资料和工程经验采用适

当的代表值 具体的设计表达式及各种系数 应符合专门规范的规定  

7.0.3 结构重要性系数 0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及以上的结构构件 不应小于

1.1  

2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结构构件 不应小于 1.0  

3 对安全等级为三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 5 年的结构构件 不应小于 0.9  

注:对设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的结构构件 各类材料结构设计规范可根据各自情况

确定结构重要性系数 0 的取值  

7.0.4 荷载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G 当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不利时 对

式(7.0.2-1)及(7.0.2-3) 应取 1.2 对式(7.0.2-2) 应取 1.35 当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

构件的承载能力有利时 不应大于 1.0  

2 第 1 个和第 i 个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1Q

γ 和
iQ

γ 当可变荷载效应对结构构件的

承载能力不利时 在一般情况下应取 1.4 当可变荷载效应对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有

利时 应取为 0  

7.0.5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结构构件应按本标准 3.0.5 条的要求分别采用荷载效

应的标准组合 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进行设计 使变形 裂缝等荷载效应的设计

值符合下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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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C                           (7.0.5-1) 

式中 Sd 变形 裂缝等荷载效应的设计值  

C 设计对变形 裂缝等规定的相应限值  

7.0.6 变形 裂缝等荷载效应的设计值 Sd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组合 ∑
=

++=
n

i
QciQGd ikkk
SSSS

2
1

ϕ                         (7.0.6-1) 

2  频遇组合 ∑
=

++=
n

i
QqiQfGd ikkk
SSSS

2
1 1

ϕϕ                      (7.0.6-2) 

3  准永久组合 ∑
=

+=
n

i
QqiGd ikk
SSS

1
ϕ                           (7.0.6-3) 

式中 
kQf S 11ϕ 在频遇组合中起控制作用的一个可变荷载频遇值效应  

ikQqi Sϕ 为第 i 个可变荷载准永久值效应  

注:Sd 的计算公式仅适用于荷载效应与荷载为线性关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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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控制要求  

8.0.1 材料和构件的质量可采用一个或多个质量特征表达 在各类材料结构设计与

施工规范中 应对材料和构件的力学性能 几何参数等质量特征提出明确的要求  

材料和构件的合格质量水平 应根据各类材料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结构构件可

靠指标确定  

8.0.2 材料宜根据统计资料 按不同质量水平划分等级 等级划分不宜过密 对不

同等级的材料 设计时应采用不同的材料性能标准值  

8.0.3 对建筑结构应实施为保证结构可靠度所必需的质量控制 建筑结构的各项质

量控制应由有关标准作出规定 建筑结构的质量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勘察与设计的质量控制  

2 材料和制品的质量控制  

3 施工的质量控制  

4 使用和维护的质量控制  

8.0.4 勘察与设计的质量控制应达到下列要求: 

1 勘察资料应符合工程要求 数据准确 结论可靠  

2 设计方案 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型合理 数据运用正确  

3 图纸和其他设计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8.0.5 为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在各工序内应实行质量自检 在各工序间应实行交接

质量检查 对工序操作和中间产品的质量 应采用统计方法进行抽查 在结构的关

键部位应进行系统检查  

8.0.6 在建筑结构使用期间 应保证设计预定的使用条件 定期检查结构状况 并

进行必要的维修 当实际使用条件和设计预定的使用条件不同时 应进行专门的验

算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8.0.7 材料和构件的质量控制应包括下列两种控制: 

1 生产控制:在生产过程中 应根据规定的控制标准 对材料和构件的性能进行

经常性检验 及时纠正偏差 保持生产过程中质量的稳定性  

2 合格控制(验收):在交付使用前 应根据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 对材料和构件

进行合格性验收 保证其质量符合要求  

8.0.8 合格控制可采用抽样检验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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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材料和构件应根据其特点制定具体的质量验收标准 其中应明确规定验收

批量 抽样方法和数量 验收函数和验收界限等  

质量验收标准宜在统计理论的基础上制定  

8.0.9 对于生产连续性较差或各批间质量特征的统计参数差异较大的材料和构件

在制定质量验收标准时 必须控制用户方风险率 计算用户方风险率时采用的极限

质量水平 可按各类材料结构设计规范的有关要求和工程经验确定  

仅对连续生产的材料和构件 当产品质量稳定时 可按控制生产方风险率的条

件制定质量验收标准  

8.0.10 当一批材料或构件经抽样检验判为不合格时 应根据有关的质量验收标准对

该批产品进行复查或重新确定其质量等级 或采取其他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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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执行标准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一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二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三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